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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刊发油轮溢油事故评述

沙土地里高粱甜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科技扶贫记事

■本报记者 王佳雯

8 月初，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白银花
镇，一支包括当地领导与科研人员共 90 余人的
队伍，在一片绿油油的高粱地前停下了脚步。

这是中科院扶贫工程———饲用甜高粱示范
推广基地。在眼前那 300 亩的土地上，种植着中
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通过现代生物技
术结合传统育种手段培育出的耐盐耐旱甜高粱
新品种———中科甜 968 和中科甜 438。

而这只是中科院与库伦旗人民政府对口扶
贫帮扶的 2500 亩甜高粱示范田中的一小部分。

沙土地里长出“骆驼”作物

高约 4 米的甜高粱，被轰鸣的收割机稳稳地
收割并切成不足十厘米的碎高粱秆儿，再喷洒上
青贮菌剂，利用小型农用裹包机两三分钟便将其
打包成一捆捆 200 多斤的高粱秆儿“包裹”。

至此，甜高粱的种植、收割、打包全流程结
束。打包好的甜高粱在“包裹”内经过一段时间
的厌氧发酵，成为库伦旗许多牛羊牲畜的佳
肴。而被收割的甜高粱，已经悄然开始了下一
个再生周期。

通辽市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杜汇良介绍
称，地处燕山北部山地向科尔沁沙地过渡地段
地区的库伦旗，年降雨量不足 400 毫米，蒸发

量却是降雨量的 5 倍，而且土壤以风沙土为
主。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要想种植饲草料为牛
羊养殖提供支撑，需要饲料作物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和抗旱能力。

走访中，记者跟随科研人员来到一片不具
备灌溉条件的土地，这里是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一片示范甜高粱地。甜高粱地旁，农民自己耕
种的玉米，因天气干旱叶子已经变得枯黄。而
同样经受着干旱考验的甜高粱，却仍然郁郁葱
葱地拔节生长。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课题组负责人
谢旗告诉记者，如果刚播种或生长期遭遇大旱
天气，他们研发的甜高粱生长也会受影响，不
过却不会如玉米般枯死，一旦有降雨，甜高粱
便会迅速恢复状态加速生长。

记者跟随该所副研究员唐三元走到一片
试验田前，他指着一片收割过的甜高粱地介绍
称，“这是 20 天前刚刚割完的甜高粱。”顺着他
手指的方向看去，收割后的甜高粱茬经过 20
天生长已经长成齐腰高的新高粱秆，不仅如
此，播种时的一棵甜高粱还再生出了两到三棵
新分蘖苗……

因地制宜的中科甜 968、中科甜 438，如
同能在沙漠中长时间生存的骆驼一般，在库
伦旗相对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中，坚韧地生
长，为保证当地贫困百姓的收成提供了一道
科学屏障。

高粱秆儿甜，牛羊壮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位当地的百姓每
天会到地里收割一垄半中科院遗传发育所推
广的甜高粱，用这些甜高粱做饲料，足以让他
家中饲养的牛吃得饱、长得壮。

库伦旗所在的通辽市是中国重要的养牛
基地，在这座拥有 320 万人口的城市，饲养着
340 万头牛。在以畜牧养殖为重要支柱的这片
土地上，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效率是让百
姓脱贫致富的一条新通路，而这其中自然少不
了科学技术的支撑。

据统计，世界平均生产牛羊肉的比重为
40%、猪肉 40%、鸡肉等 20%。反观中国，猪肉生
产占了肉类的 65%。

“中国牛羊肉比重低及严重缺少奶制品是
因为缺乏好的牛羊饲料。”谢旗说。

依据 2016 年世界食物系统中的肉食结
构统计，中国草食家畜与耗粮家畜的比例为
17.8100，而大洋洲的这一比例为 730.2100。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草食家畜产肉量的贫乏。

而甜高粱是世界上生物量最高的作物，富
含糖分的秸秆单产可以达到每亩 4 吨到 10
吨，籽粒也能达到每亩 200 千克到 400 千克。
与玉米相比，甜高粱叶含的蛋白是玉米叶的两
倍，而用水量却仅仅是玉米的 2/3。

（下转第 2版）

本报讯（记者黄辛）记者 8 月 13 日从上海海
事大学获悉，8 月 9 日《自然》杂志以封面亮点文章
形式刊发了上海海事大学教授万征和陈继红团队
关于油轮溢油事故的专家评述。这是该课题组在
海事领域前期研究积累和重要成果的体现。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由海路运输的石油
和天然气总量翻了一番，但得益于双层船壳和惰
性气体系统的广泛使用，溢油事故量总体来说显
著下降。

“然而数据背后却有隐忧。”陈继红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从 2008 年到 2017 年，轻便型以上级
别油轮的运行事故率（无论有无溢油）几乎增长了
两倍：事故频率从 0.025 增长到 0.066。另一方面，
多个地区的港口国检查记录显示油轮缺陷情况严
重，未见明显改善。

据介绍，该研究团队分析了过去 50 年的事故

数据，从船籍注册监管、港口国检查和灾难调查等
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宏观、中
观和微观政策建议。

数据显示，历史上 20 大油轮溢油事故中有 12
宗涉及来自方便旗国家的油轮，这凸显国际海事监
管机制的缺失。相关部门还需改进港口国检查机制。
目前的港口国船舶检查算法机制有较多缺陷，研究
人员应该重新评估用于决定哪些船被检查以及何时
被检查的算法。此外，也应注重人为失误的问题。

“过去溢油事故的记录被简单归类于‘碰撞、
爆炸、搁浅’等表面原因，忽视了人为失误和航运
事故的关系。”该论文第一作者万征表示，不要从
统计学角度简单分析事故数据，而应以单起事故
背后人为失误（例如过度依赖电子导航、船员疲
劳、沟通失误等）角度出发，设计针对性响应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见习记者韩扬眉 记者潘希）科学在今
天能干什么？人类的未来需要怎样的科技革命？8
月 11 日至 12 日，20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众多国
内知名学者、企业家齐聚“2018 首届世界科技创新
论坛”，论道未来科技、创新与变革。

引力波和电磁波在宇宙中传导，带来遥远太
空的信息。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基普·索
恩指出，与易被吸收的电磁波相比，即使是宇宙黑
洞碰撞时引力波也不会被吸收或散射。通过引力
波的研究，人们更清楚地知道宇宙如何诞生，以及
膨胀时期如何变化，“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我希望
能作出更大贡献，期待在未来能够观察到一些数
据，用全新的角度看待经典的量子力学研究”。

而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则
对近年来全球持续升温感到忧心，他致力推动可

持续能源的加速发展。“长距离的高压输电网络，
再加上风能、太阳能、水能储电给我们带来巨大的
机会。”他表示，中国在此领域已取得巨大成就，有
望成为全球领先者。

“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代激光照明时代。”
LED“蓝光之父”、20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
村修二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也十分关
注，他认为 LED 照明将对改善全球的生态环境起到
重要作用，尤其是第三代激光 LED 照明，成本更低、
照明效果更好、能源密度更高，“全球变暖是所有国
家、政府亟待解决的挑战，如果全世界都能使用LED
照明，会极大减少能源的消耗”。

此外，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挑战、科技创新对
政治经济和社会伦理的冲击，以及生物技术革新
等也成为论坛上学者们热议的话题。

汇集全球智慧 论道未来科技
20 位诺奖得主共聚 2018 首届世界科技创新论坛

湖南：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院士之声

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
合部的区位优势，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
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提高经济整体
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
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在湖南考察时的讲话》（2013 年 11 月
3日 ~5日），《人民日报》2013 年 11月 6 日

学习札记

把新战略转化为新优势，依托“一带一部”
着力提高经济竞争力，就需要在抓好有市场、有
效益的传统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培育
新兴产业，着力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湖
南科技教育优势明显，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
争，必须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的首要作用，着力提
升创新型经济竞争力。湖南还具有内陆开放高
地的优势，在交通枢纽基础设施建设上将大有
可为，必须发挥“一带一部”交通通联优势，并将
其转化为全方位开放竞争的优势。湖南还有两
型社会建设的战略优势，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和
环境治理，提高绿色经济竞争力，从而为经济整
体素质注入新的动力。

当前，集约化畜禽养殖的快速发展丰富了
餐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养
殖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却越来越严重。如
何让规模化养殖找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平
衡点？只有通过科学、健康的养殖方式，比如号
召农民使用畜禽粪便生产的有机肥，在农村大
力推广生物沼气等清洁能源，发展绿色循环农
业。如何科学定位生态养殖、如何确立生态养殖
的评价体系、如何普及生态养殖……这都是我
们需要做的工作。为此，全国从事该领域研究的
专家学者和广大畜禽养殖从业者正在一起努
力，引领我国畜禽养殖业朝着科学化、规范化、
可持续化的“生态养殖”之路健康发展。

“一带一部”战略号角已经吹响。以“过渡

带”优势集聚资源要素，以“结合部”优势扩大对
外开放，进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湖南
将迎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印遇龙
印遇龙，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

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猪氨基酸
营养代谢与调控的研究。

融会贯通

湖南拥有“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
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
部”的区位优势。近年来，“一带一部”成为中央
对湖南的新定位，重构了湖南发展的战略坐标。
这一战略旨在通过构筑开放合作大平台，对接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经济发
展战略和经贸政策协调对接，实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互利共赢。

湖南对接“一带一路”关键还是要从国家发
展战略全局视野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全球眼光来
规划未来发展，不局限于湖南的“一亩三分地”，
而是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来精准定位，从“一
带一路”的全球视野来规划未来。从国家发展战
略全局来看，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从东部沿
海向内陆腹地的纵深推进和沿海产业向中西梯
度转移，湖南承东启西、贯通南北、通江达海的
区位优势凸显，发展空间广阔。从世界经济全球
化和信息化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来看，湖南将
日益深刻地卷入到开放型经济体系之中，逐渐
将湖南从内陆腹地转变为开放新高地。

新战略带来新优势，新优势推进新战略。面
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严峻形势，湖南还需
要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充分发
挥“一带一部”战略优势，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
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在抓好有市场、有效
益的传统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注重培育新兴产
业，着力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谋求大开
放大发展的新格局。 （本报记者沈春蕾整理）

这是沈阳新松机器
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生产车间。

近年来，辽宁结合自
身优势，大力发展机器人
产业，以机器人和智能制
造引领辽宁经济转型升
级，取得积极进展。新松
机器人在平昌冬奥会上
惊艳亮相，国家机器人创
新中心在沈阳正式揭牌，
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为依托，国家机
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
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

（沈阳）等创新平台不断
完善，沈阳机器人产业在
国内的优势地位进一步
得到稳固。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本报记者 甘晓

8 月 12 日，“帕克”太阳探测器发射升空，将
在未来 7 年内抵达距离太阳表面约 610 万千米
之处，成为有史以来最靠近太阳的航天器。据美
国宇航局（NASA）官方信息，“帕克”将关注三个
有关太阳的基本问题，即太阳风的加速、太阳风
暴现象的原理以及日冕层的高温。

为何要了解这三个问题？已经知道了什么？
对这三个问题的探索有什么意义？为此，《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对“帕克”的科学问题
进行详细解释。

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

油炸冰淇淋，是太阳物理学家对太阳大气物
理状态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他们实际上想说
的是，太阳的外层比它的表面温度还要高。

1941 年，瑞典光谱学家本格特·艾德兰解释
了此前获得的一条日冕辐射谱线，其为铁原子的
13 次电离时产生，这只有上百万度的高温才会
发生。从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太阳大气层

从表面到外层，则从 6000 摄氏度逐渐加温，日冕
层已经炽热到上千万摄氏度。

这个现象不仅和地球的情况大相径庭，还严
重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为什么会这样？多年
观测数据让科学家们猜测，一定有额外的能量加
速粒子的运动，导致了日冕的高温。

同样，“额外的能量”还导致另一个现象，即
太阳风的加速。1958 年，美国物理学家帕克通过
理论模型，精确预测了日冕克服太阳引力发生膨
胀的速度和磁场强度，并首次把日冕膨胀的现象
命名为“太阳风”。他的预测表明，太阳风抵达太
阳系行星时的速度远比其在太阳表面的大。日
后的观测数据也表明，抵达地球轨道的太阳风速
度达到每秒 400 至 500 公里。但帕克没能解释这
一现象。

60 年后的今天，“帕克”探测器将完成这一
使命———为解释日冕反常高温和太阳风加速现
象的额外能量来自哪里提供数据。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刘勇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两个问题是当前太阳物
理理论方面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具有非常高的
理论价值。”

波动还是磁重联？

当然，科学家对额外能量的观测和猜想从未
停止。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太阳活动预报团组首
席研究员王华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
科学界对粒子加速的原因有“波动加热”和“磁重
联加热”两种观点。

其中，“波动加热”认为，太阳光球附近的物
质能量交换过程激发出各类等离子体波动。“等
离子体波动和粒子相互作用，提升粒子运动的热
速度，实现加热。”刘勇解释。

1994 年由欧洲航天局和 NASA 共同发射的
SOHO 卫星观测到相关证据。“重的粒子比如氧离
子加热温度更高，而质子没那么高。”刘勇表示。

“磁重联加热”观点的支持者认为，额外的能
量来自于磁重联。当日冕中许多地方都发生这
种小尺度的重联，就可能把磁场的能量转换为等
离子体动能，即升高日冕温度。

王华宁指出：“这两种观点陆续都有实际观
测的证据支持，但迄今为止没有定论。”在他看
来，“帕克”探测器能够进入日冕外围，进行实地
探测，有希望解决这一谜题。

具有现实意义的太阳风暴

在科学家们看来，“帕克”探测器对太阳风暴
原理的探测具有现实意义。自 1859 年英国天文学
家卡林顿首次观测到太阳耀斑起，这种持续时间
较短、规模巨大的能量释放现象便受到人们的高
度关注。

如今，太阳风暴已被视为灾害性空间天气，
世界各国都在对此进行监测、预警和研究。

王华宁介绍，利用电磁现象开展的人类活动
都有可能受到太阳风暴的影响，例如太阳风暴产
生的高能粒子可能会伤害卫星载荷的元器件、损
害身处太空的宇航员身体健康；太阳风暴形成强烈
电磁辐射可能严重干扰通信和导航系统；太阳风暴
触发的强烈磁暴甚至能够导致输电系统崩溃。

“由于对太阳风暴形成机制了解不够深入，
人类还不具备准确预测其发生的时间和强度的
能力。”长期从事太阳活动预报的王华宁表示，

“很期待‘帕克’探测器为研究太阳风暴产生机制
提供观测证据，进而形成符合观测事实的理论模
型，为预测太阳风暴提供理论依据。”

2015 年，中欧科学家联合提出了太阳风—磁
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SMILE）工程，由中科院
和欧洲航天局联合立项，旨在大倾角、大椭圆轨道
上，对向阳侧磁层顶、极尖区和地球极光进行全景
成像，同时对地磁场和等离子体进行原位测量，以
提高人类对于太阳活动与地球磁场变化的相互关
系的认知。

记者获悉，目前，该工程正在开展方案研制工
作，预计 2019 年 10 月工程转入初样研制阶段。

科学家详解：

“帕克”关注太阳的哪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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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最
新研究表明，南方冷水鱼类已在种群层
面对高温胁迫作出应答反应。这一研究
成果警示，南方冷水鱼类受未来全球气
候变化影响更大，需要加强保护。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行为
与进化学科组采用临界温度法研究了
尖头鱥不同地理种群的耐热能力差异。
他们利用转录组测序技术，分析了高温
胁迫下不同地理种群间的基因表达差
异，从而初步解析了尖头鱥不同地理种
群对温度适应的分子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北方种群（辽宁盖州）
的最大临界温度大于南方种群（浙江杭
州），而最小临界温度却小于南方种群，因
此，北方种群比南方种群具有更宽的温度
耐受范围，说明北方种群具有更强的温度
适应能力。同时，在高温胁迫条件（29℃）
下，北方种群比南方种群具有更多的差异
表达基因，这与北方种群具有更强的温度
适应能力相符合。而同样条件下，南方种
群的部分热应答基因（如热休克蛋白基因
等）在对照组（19℃）条件下已经具有较高
水平的表达，推测这是南方种群对其生存
环境较高水温的应答反应。

该研究为鱼类的温度适应机制研究
提供了资料，同时为预测全球气候变
化对鱼类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参
考。相关论文已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

《科学报告》。


